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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的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工作震惊中外，大展汉
代风采。2021年6月以来，根据国家文物局和江西省政府工作
部署，围绕创出江西汉代文化研究重要成果，助力文化强省，
江西省文物局务实推进，取得了深化江西汉代文化研究、擦亮
江西文化标识品牌的初步成果。

一是搭建工作平台机制。2021年 6月，江西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和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意
见》，明确提出“建设江西汉代文化研究中心和相关科研基
地，推出一批汉代文化研究重要成果，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汉代文化研究高地”。经省政府审定同意，省文旅厅制定下
发了《关于推进江西汉代文化研究的意见》，明确了构建研究
平台、建设一中心五基地、编制研究规划、建设资源数据、开
展课题研究和学术研讨等重点任务。编制发布了《江西汉代
文化研究工作规划纲要》和《江西汉代文化研究课题研究制
度》。依托江西师大、省文物考古院、省博物馆、海昏侯国遗址
管理局等，建立了“一中心五基地”，同时构筑全省文博历史
研究机构参与的汉代文化协同科研机制，省文物局设立了每
年约 200万元的专项资金，一批国内省内知名秦汉史学者积
极参与研究。

二是推进课题研究。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向全省征集
立项约 38项，结项时限一至二年。已立项二批汉代文化研究
课题共 103项，其中“海昏侯墓孔子衣镜研究”等国家级课题
3 项，省部级课题 11 项，每项给予 5 至 7 万元补助，厅局级课
题 66 项，每项给予约 1.5 万元补助。已完成汉代文化研究课
题研究成果 35项，发表C刊论文 6篇，核心期刊论文 7篇，其
他论文 17 篇。依托有关成果编辑出版了《江西汉代文化研
究》第一辑、第二辑。

三是促进学术交流。基本完成江西汉代文物学术基础资

源整理，包含文物遗址 38处、馆藏文物 10000余件、文献论文
83篇的简介和图片。完成汉代文物基础资源网页建设。成立了
国家级和省级权威专家参与的学术委员会。召开了学术讲座、

研讨会和考察等。
四是鼓励成果应用。在一系列研究工作助力下，基本

完成海昏侯墓考古发掘资料整理。根据阶段性成果，确定
了大余汉代寨上遗址考古工作计划，将逐步揭开秦汉统一
和开发岭南重要历史章节。利用研究成果，启动了南昌、
安福、大余、萍乡等地汉代遗址和馆藏文物修复、预防性
保护项目。加强文物活化，丰富了海昏侯展览展品、故事
讲解、展览交流和文创开发，制定了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海
昏书院等文旅融合项目规划，2023 年 1 月至 8 月上旬，海
昏侯国遗址游客超 80 万人，门票收入突破四千万元。3 套
海昏侯文物列入全省文物瑰宝，并整体列入全省十大镇馆
之宝。省考古院完成安福县起凤山西汉大墓考古报告出
版，同时，安福县投入 8000 万元，基本完成起凤山汉代遗
址博物馆建设。

下一步，将继续推进江西汉代文化研究阐释，通过编辑
《江西汉代文物精品图录》，开辟学术交流专版，提升江西汉代
文化研究推广效能，出版《江西汉代文化研究（第三辑）》，举办
汉代文物展览等措施，书写好深化中华文明研究阐释的江西
篇章。

汉是中华第一个持续时间长的大一统帝国，文物丰富多
彩，蕴含多元文化因素。江西南昌海昏侯大墓出土众多精美的
文物就是汉代文物以中原为主体、融合多元文化的体现。

汉礼制因素

作为一座西汉中期的高级贵族墓，海昏侯墓的墓葬形制
充分显示出非常成熟的汉代中原主体因素。海昏侯墓封土高
达 7 米，墓园平面呈梯形，有长达 868 米保存较完整的墓园
墙，墓园面积达到 4万平方米。在墙东、北两面辟有园门，门
外有阙，墓园内分布着大小 8座墓葬和 1座车马坑，地
面还分布着寝、祀堂等祭祀建筑。刘贺
墓墓室是汉代贵族常用的竖穴木椁墓室，
椁室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甬道和车
马库构成，这种布局体现了汉代事死如事生
的丧葬观念。在内棺排列数块大玉璧，在尸骨
下铺有用包金丝线连缀的方形琉璃片组成
的琉璃席，头部有镶嵌玉璧的漆面罩。玉器
制品也体现了刘贺墓葬的规格之高。此
外，刘贺墓园内的车马坑出土有五辆彩
绘车和 20 匹殉马，这种车马随葬方式是
典型的汉代丧葬文化的体现。此外在刘贺
墓出土的青铜器、马蹄金、麟趾金、简牍、
五铢及漆器等随葬品都是西汉流行的器物。
这些典型汉代器物基本复原了汉代贵族社会
的日常生活。

商周中原文化的传承

海昏侯墓出土的精美青铜器中，有几件典型的商周文化
因素青铜器。其中一件青铜凤鸟纹提梁卣，纹饰繁复精美，密
集的云雷纹铺地，器盖和腹部均饰有明显的钩喙带冠带羽冠
的凤鸟纹，在盖沿装饰一圈小鸟纹，颈部饰有夔凤纹，圈足装
饰着龙纹，提梁处为夔龙纹，两端各有一兽首。这件提梁卣能

找到多件纹饰和器形与之相像的商代同类器，
如晚商的戈卣、亚卣、亚址卣等。此外这件
青铜凤鸟纹提梁卣器身上的扉棱非常突
出，有学者从青铜陶范、青铜铭文、凤鸟
纹饰、器物形制四个角度分析，认为该
器物时代可推定为殷商晚期器物。海
昏侯墓出土的一件青铜缶颈短且直、
溜肩鼓腹、在腹部最大径的地方对称

分布四兽首环耳，下腹
圆缓内收，有矮圈
足、盖顶作四卷兽
钮，器身从肩部到腹
部都装饰蟠虺纹，在
腹部的蟠虺纹带上饰有
涡纹。海昏侯墓所出的青铜

缶形制是典型的楚系青铜器,所
以我们可以推断这件青铜缶是

典型的战国时期楚式器。除
此之外,海昏侯墓还出土了

两件青铜“缶霝”（líng）和一件青铜罍。
这些商周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出现在刘
贺墓中，可能都是刘贺或其父生前收藏

之物，同时也反映了西汉上层社会收藏商
周青铜器的风气。这些青铜器不仅让我们看
到了刘贺生前身份的多元性，也展示了海昏

侯文物的商周文化因素。

东夷文化因素

发源于泰沂山区,从夏商延续至战国时的东夷文化，也
是早期华夏文明重要发展地之一。海昏侯墓出土一件青铜
錞于可见典型的东夷文化因素，其形圜首，顶部无盘，上端
为半环纽，束腰，底口稍外扩，无纹饰，仅在肩、腰和口部装
饰有宽弦纹。这件錞于的形制和纹饰与巴蜀和吴越地区出

土的錞于样式有明显的区别，与山东沂水、临
淄、章丘等地考古发现的东夷文化的青铜淳

于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环钮、弧顶、无
盘、束腰圆筒形的形制特征。由此推测，
刘贺墓随葬的这件錞于应来自山东，是
海昏侯文物容纳东夷文化的体现，同时
也为解读海昏侯墓文物来源提供了较
好的依据。

草原因素

秦汉时期，以各种动物纹为重要特征的
欧亚草原文化与同时代的中国内地文化交融

密切、互动频繁。海昏侯墓出土的一件银当卢
纹饰风格是典型的草原文化因素的动物纹饰，银

当卢呈心形，錾刻一只高浮雕的大角羊形象，下颌为
长长的胡须，头上挺立着粗壮弯曲的羊角，肌肉线条
明显，刻画立体细致逼真。类似纹饰特征的文物，在
甘肃马家塬墓地多座战国晚期至秦初贵族墓出土的

金银器车饰大角鹿、大角羊等草原动物纹饰与海昏侯墓出土
的银质当卢的大角羊形象十分相似。此外大角羊纹饰的文物
在时代更早的新疆地区也多处发现。从南昌西汉中期大角羊
银当卢到甘肃战国晚期至秦朝的大角羊纹金银车饰，再到新
疆铁器时代早期的大角羊柄铜镜，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我们
清楚看到这种带有明显草原文化因素的大角羊纹饰从西向东
传播的路线：从新疆伊吾到甘肃天水，再到南方的江西南昌；
从物质现状的维度，大角羊形象从大角羊柄铜镜的“原装”传
入到大角羊纹银当卢的逐渐汉化历程。该银当卢从器物的车
马器功能属性看，属典型的汉代文化因素的器物，但从纹饰的
角度看，大角羊动物纹饰则属典型草原文化的纹饰。除大角羊
银当卢外，海昏侯墓还出土不少有域外文化色彩的琉璃器，如
琉璃席、镶琉璃马蹄金等。

通过以上分析，清楚地看到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背后文化
因素丰富、多元特点。

在我国古代墓葬考古中，白膏泥主要用作填充材
料，隔绝在墓室、椁室之间，隔绝外界的空气、水分，有
利于墓葬中尸体及葬具陪葬品等文物的保存。白膏泥
使用历史较为悠久、应用地域较广，甚至自新石器时代
至唐代的墓葬均有报道，但相关科技分析文章甚少。
2019年，江西省安福县在进行公路施工中发现了一处
规模较大的木椁墓，即起凤山汉墓M1，2021年底陆续
完成对陆续墓室的清理工作，并在周边发现了一批西
汉、东汉时期的小型土坑墓、砖室墓遗迹，且被基础设
施建设所破坏。在发掘中，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
M1墓葬为主，兼及周边汉墓的白膏泥地层采样，并与
江西师范大学合作完成科技分析。

白膏泥样本科技分析结果 从微观形态上，样本以
片状晶体为主，颗粒度较小，均匀纯净。结合元素含量信
息，样本主要为蒙脱土，又叫微晶高岭土。样本1的Fe、K含
量显著高于其他样本，说明样本1掺有周边填土。样本3除
Si、Al外，其余元素总含量不超过10%，可见白膏泥较为纯
净，主要用于密封椁室。而样本2、4中，Mg含量相对较高，
而Al含量相对较低。蒙脱土主要是硅铝酸盐的矿物，主
要为长石、云母等在风化条件下形成。矿物在风化过程
中，易溶元素容易淋失，其中包括一些碱金属、碱土金
属。所以，样本 2、4，原始矿物风化程度可能较小。锆石
为岩石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副矿物，在地质构造、变异过
程中形成，抗风化能力极强。除样本1之外，其余样本均
含有 3%~7%的Zr元素。安福起凤山汉墓周边分布了大
量西汉至东汉时期的膏泥墓葬，可见安福县白膏泥使用
时间较长、消耗量极大。此外，安福县高岭土矿储量两万
余吨，且附近严田乡、花洲乡等地区也分布着陶器所用粘
土岩。由于蒙脱土质粘土岩含有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当其
充分风化时，蒙脱石就会向高岭石转化。所以，膏泥的原
料很有可能来自本地风化程度不同的蒙脱土。在马王堆
汉墓的白膏泥主要成分为微晶高岭土，颗粒度极细，可能
来源于阶地的粘土。安福起凤山汉墓的高岭土样本，与此
类样本较为相似。此外，海昏侯墓白膏泥分析成分主要为
石英和蒙脱土、伊利石构成。而大葆台汉墓的矿物组成主
要为石英和长石，粘土矿物以蒙脱石为主。而印山越王陵
青膏泥的科技分析中也主要是石英和长石，粘土矿物主
要以蒙脱石为主，两种类型基本相同。蒙脱土的润胀性可
以减少水分对周边土壤渗透，使墓葬形成相对密封的空
间，但也易导致白膏泥层的力学强度降低，乃至崩解。对
此类白膏泥遗迹进行展示中，需要对遗迹做好防水，如铺
设排水沟、加装防雨棚、喷涂防水剂等。

白膏泥科技价值探讨 作为一种常见的墓葬防腐
用品，白膏泥使用历史悠久。黄陂县张黄塆遗址时代为
屈家岭文化时期，白膏泥主要用以铺垫墓底并充填墓
坑下部，表面可能有葬具，将我国白膏泥使用历史极大
提前。禹会村遗址时代为龙山时代晚期，白膏泥主要用
作建筑遗迹的黄土层、灰土层的保护层，表面有一定的
火烧痕迹。商代、西周时期白膏泥的使用范围、覆盖厚
度较小。商代大型土坑墓使用白膏泥，如河南罗山天湖
商以白膏泥将椁室与上部相隔。盘龙城遗址也使用了
白膏泥。西周时期，白膏泥墓葬使用一直有延续，而白
膏泥厚度仍然较薄，如北京昌平白浮M2、山东栖霞松
山乡西周墓。东周时期，四周均填充白膏泥的白膏泥墓
葬数量增多，白膏泥厚度增加，如四川荥经曾家沟
M11、M12、M16。且曾家沟M16在棺底还铺有木炭、带
壳粮食、草垫。秦汉时期，白膏泥在墓葬较为普遍，并且
往往积石、积炭等材料混合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墓
葬防护措施产生了分化。白膏泥继续在一些大型墓葬
中使用，如江西南昌都司前三国砖室墓棺底铺有白膏
泥。这一时期，石灰逐渐开始成为墓室防潮的重要材
料，如江苏南京江宁发现的六朝大墓。唐代，除帝陵外，
白膏泥仍在继续使用，如江西南昌碑迹山唐墓木椁四
壁有白膏泥残留。石灰、木炭防潮也颇为流行，如江西
南昌化纤厂唐墓使用了白棉纸包裹石灰，陕西西安东
郊唐墓使用木炭。宋代三合土和糯米灰浆在墓葬中得以
广泛应用，膏泥墓葬最终消失。在汉墓中，白膏泥往往和
土壤、木炭、石块、积沙等原料配合使用，以保护墓葬中的
尸体、葬具、陪葬品，如马王堆汉墓白膏泥最厚可达 1.2
米。江西大型汉墓中，莲花安成侯墓填充物主要为木炭、
黄壤土等，而南昌海昏侯墓也使用了白膏泥填充墓葬。
而安福起凤山汉墓脚下，周围大片西汉、东汉墓群，无
疑消耗了大量的蒙脱土矿。一般认为白膏泥用于防渗，
但如此多的用量，需要涉及采矿、淘洗等步骤。

除了埋藏环境研究、开发新的保护技术以外，研究
白膏泥的科技价值，需要以下方面：注重科技史研究，如
蒙脱土往往与高岭土的俗称“白土、观音土”相互混淆，古
籍文献仍需考证；探讨高岭土制作、应用过程，如是否选
取特定矿产进行采矿、淘洗、应用，或收集类似有防水特
性的粘土矿物直接应用。马王堆汉墓使用微晶高岭土表
明了墓葬白膏泥为主的蒙脱土开发不晚于汉初。实际上，
江西地区先秦墓葬白膏泥大多未经科技分析，如李洲坳
东周墓、国字山战国墓等。汉代陶瓷技术的发展说明了对
粘土矿物的开发、处理、应用技术日臻成熟，而膏泥墓葬
的普遍应用则从侧面也反映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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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盘概述

海昏侯刘贺墓共出土漆盘 159 件，其中御酒盘 3 件、绪
银盘 35 件、素面盘 119 件、医工盘 2 件。漆盘纹饰主要分为
素面、云兽纹、云纹和带有铭文 4 类。本文研究对象云兽纹
漆盘的直径在 22.5-24.2 厘米之间，均为夹纻胎，圆形、折
沿、方唇、平底，有折腹和弧腹两类，部分漆盘口沿及底部
各嵌有一圈银扣，少数外底刻有“绪银六升盘五十枚”。其

构图方式基本一致，口沿和内底髹黑漆，内壁髹朱漆，外壁
近口沿处和内壁近口沿处用朱漆绘云气纹或几何纹或变
形鸟头纹，内底纹饰整体呈圆形，运用云气纹的流动方向
将画面平均分为三等分，每个区域各绘一只逆向奔跑或站
立状神兽，神兽与云气纹连成一体又相互映衬，整体画面
美感和动感相得益彰。

漆盘云兽纹样

云兽纹漆盘的定名

有学者将海昏侯墓出土云兽纹漆盘定名为云龙纹漆盘或
团龙纹漆盘，可器物上所绘神兽与马王堆出土漆屏风上绘的
龙纹及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匣、龙纹漆盾
等同时期龙纹造型均有所不同。

对于云兽纹样的定名，学者们常与文献中记载的“云虡”
纹相联系，孙机认为“虡”原指底座刻有怪兽的钟鼓支架，但当
这种装饰手法久相沿袭形成定制后，“虡”就逐渐变成这种怪
兽的专名了。由于文献并未对“虡”的特征作具体描述，考古也
未发现“云虡”纹的实物；所以在目前阶段，笔者认为将这类无
法辨识又区别于龙的神兽与云气纹的组合定名为云兽纹，更
为贴切。

云兽纹的特点

汉人追求多样化的审美情趣，运用气韵生动的线条，表现
出高度的生命感。在绘制云兽纹时，神兽纹的画法和云气纹的
搭配会有所不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云兽纹漆盘大致可分为5
类。Ⅰ类为“绪银”云兽纹漆盘，所绘神兽似蛇首侧面、首顶部
和下颚处各饰一条卷云纹，后肢与卷云纹相连似兽尾，身体局
部用朱漆绘色、局部留白，并在朱漆绘色区域加饰卷云纹与顶
部和下颚处卷云纹呼应。Ⅱ类神兽圆脸正面、立角、瞪目、张
牙，脸部左右胡须对称且随风飘动，身体用朱漆绘色、留白处
用朱漆绘点纹，背部饰一组卷云纹，四肢以单线条示意。Ⅲ类
神兽似龙首侧面，首顶部饰卷云纹，线条勾勒身体轮廓后用朱
漆在内绘点纹，四肢用朱漆填色，爪部尖而有力，后肢似尾部
昂起。Ⅳ类神兽似虎首正面，圆耳填色、瞪目、张牙，上唇部连
接卷云纹似云从口出，首颈后部绘三条流动线条，背部饰一组
卷云纹。Ⅴ类神兽似鸟首侧面、首顶部和后肢各饰两条卷云
纹，身体通过线条将各部位区分，各部位用不同纹饰绘制，整
体搭配协调美观。

云兽纹的寓意

云纹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漆器装饰纹样之一，常见有云气
纹、卷云纹、勾连云纹等。《汉书·高帝记》中记载了云气寓意
祥瑞。孔子说：“吾今见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吞
乎阴阳。”《易经》：“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
以生。”这表达出云气纹所阐述的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儒
家思想，反映出西汉中期以后升仙思想在汉代社会各个阶层
的广泛流行。

神兽是动物纹样的一种，动物纹样种类繁多，除真实存在
的动物形象外，汉人还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非现实存在
的神禽怪兽，寓意祥瑞，辟除邪厉，汉代也是神兽纹样发展的
巅峰时期。所以西汉漆器之美不仅继承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
色彩，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信仰和时代内涵。

云兽纹的演变

海昏侯刘贺墓发掘之前，汉代云兽纹漆器主要集中在
湖南、湖北、安徽和江苏四省，其中，湖南、湖北出土的多为
西汉早期和中期；安徽、江苏出土的大量为西汉中晚期甚
至东汉早期。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各类漆盘 32 件、三号墓出
土漆盘 67 件。从纹饰看，构图方式和装饰纹样与海昏侯墓
中出土云兽纹漆盘不同。

风篷岭汉墓出土的 6 件云纹漆盘和一些漆膜残片上云
兽纹的构图与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云兽纹漆盘一致，所绘神
兽为Ⅰ类。发掘报告将该墓年代判断上限为武帝元狩五年
（前 118 年），下限为东汉光武帝建斌十三年（37 年），墓主为
期间某代长沙王王后。长沙杨家山 M401 的漆盘内心所绘
云兽纹与第Ⅳ类相同，发掘简报推断时间为西汉后期，墓
主身份不明。海昏侯刘贺于公元前 59 年逝世，从墓中出土
文物来看，可为风篷岭汉墓和长沙杨家山汉墓的断代提供
重要的信息和参照。

结论

从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漆盘上云兽纹可确定该式样为汉宣
帝时期常用和盛行的纹样，云气纹和神兽纹的动感与和谐之美，
是中国美学艺术自古以来追求的和合之美，是西汉中晚期漆盘的
典型代表，可为汉墓漆器分期断代提供“标准器”参照。海昏侯刘
贺墓中5款不同的云兽纹样应来源于同一张样稿，或根据物主自
身的喜好，将自主意识和审美情趣融入其中，形成大体一致，但又
丰富多变的云兽纹，展现了西汉漆器艺术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表
现了天地阴阳变化、生生不息的升仙思想，反映了在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影响下，西汉文化统一性的提升。


